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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椒丰众鑫花椒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小花椒“玩”出大花样
产业链越“链”越长

早报记者吴学思

近年来，贵州椒丰众鑫花椒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椒丰公司”）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以实现
花椒产业提质增效为切入口，全力推动花椒种植、加
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椒丰公司成立于 2021年 11月，是由关岭自治县政
府平台公司关岭林康林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贵州合悦诚
项目咨询有限公司按照“2215”模式共同投资组建的
SPV公司。

日前，走进关岭大健康食药产业园内的椒丰公司
生产车间，椒香扑鼻而来，随之一套体型庞大的超临界
二氧化碳萃取生产线设备映入眼帘。

据该公司总经理梁韬介绍，这套设备是整个贵州
第五台大型设备，能够萃取的物料包括玫瑰、花生以及
花椒。他说：“将初加工后的花椒放入萃取釜进行萃
取，再放入分离釜进行分离后，便能得到花椒原油，花
椒原油经过提纯就能生产出高品质、高纯度、高浓度的
花椒精油。”

在保鲜椒生产车间，当天从种植基地运来的新鲜花
椒，经过分拣、清洗、杀青、烘干系列工序后，就能得到生
产其它产品所需的花椒原料，或直接真空包装成保鲜椒
并送入冷库。“通过蒸汽杀青、杀菌，然后真空冷冻保存，
能保持新鲜花椒的色、香、味。”梁韬说，目前，公司冷库中
还存有100吨保鲜椒，已基本被客户预订完毕。

拥有先进的加工设备，可以提高生产的规模化和
标准化水平。如今，椒丰公司已建成干花椒、花椒粉、
保鲜椒、花椒油、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休闲小食品6条
生产线，年加工原材料 6000吨左右。同时，依托院、校
专家团队技术优势，已研发、生产出干花椒、保鲜椒、花
椒粉、花椒油、花椒精油、花椒足浴包、花椒休闲小食品
等花椒系列产品和附属产品，并将花椒树的叶、根、花
等纳入了产品加工原料范围。

通过深耕深加工链，椒丰公司不断提升了关岭花
椒的产品附加值和“关岭椒”“岭椒椒”“岭可可”的品牌
价值，将小花椒“玩”出了大花样。下一步，该公司以自
主研发、项目合作等为支撑，还将推出花椒面条、糟辣
椒、香水等产品，提升产品市场供给能力。

在深耕基地种植链和原料供应链方面，椒丰公司
不断在种植端发力，在关岭规划建设花椒示范基地 1.8
万余亩，已建成岗乌镇纳磨村示范基地5000余亩、龙潭
街道落叶新村标准化示范种植基地 400余亩，同时，联
动当地农户参与种植花椒1万余亩。

“为促进花椒产业从传统种植型向科学数智化管
护型转变，落叶新村标准化示范种植基地以智慧化可
溯源为亮点，引入喷滴灌系统、土壤监测系统、水份监
测系统、空气监测系统等，且建立有大数据中心，负责
收集全县花椒种植、管护等方面的实时检测数据。如
此强化科技赋能，目的是在可溯源基础上打造绿色有
机生态的优质花椒产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梁韬说，围绕智慧化可溯源示范基地，公司
还计划建设关岭花椒产业研学中心、教育基地，助推花
椒产业实现农旅融合发展。

“我们的产品线上、线下销售链条已经打通，系列
产品已陆续销往华中、华南、华北、华东、东北各大城
市，今年公司销售额预计可达2300万元。”梁韬介绍，公
司去年10月正式投产以来获得快速发展，目前，销售额
2100万元，且被评为“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现在，公司和各大合作伙伴正在签明年的订单，预计明
年的销售总额能突破3000万元。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只争朝夕抓落实 凝心聚力促发展

群山叠翠，绿野千里。初冬时
节，徜徉于安顺的青山绿水间，蜿蜒
的山路两旁，群山延绵，林海茫茫，
满目青翠，一幅幅林水相映、林路相
依、人景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开。

近年来，安顺市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牢牢守好发展
和生态两条底线，深入践行“两山”
理念，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
全局，聚焦“护绿、增绿、管绿、用绿、
活绿”五项任务，推深做实林长制，
以“林长制”促进“林长治”，用生态
绿色擦亮美丽安顺底色。

筑牢屏障 重拳出击共
“护绿”

秋冬季节，是森林防火的关键
期，安顺大大小小的山林，总能见到
护林员们戴着袖标，扛着防灭火工
具，按照护林责任网格的路线巡山，
一旦发现问题，便立即记录汇报。

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林业资源
保护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守护森林，把好“林”门，离不开各级
林长和各地护林员的努力。安顺结
合实际、因地制宜，建立健全林长制
体系机制，先后出台《全面实行林长
制的实施方案》《安顺市林长“巡林巡
查”制度》等5项配套制度，有效推动
各级林长履职尽责，林长制走深走
实。构建市、县、乡、村、护林员的林
草湿资源源头管理体系，形成“权责
明确、保护有力、监管严格、运行高
效”的森林保护发展机制。

目前，全市设立市、县、乡、村四
级林长 2052 名，生态护林员 6776
名，实现了“山有人看、林有人护、责
有人担”。今年以来，全市各级林长
共开展巡林 19683 人次，协调解决
林草发展中的重难点问题98个。

强化担当“治绿”，重拳出击“护
绿”，安顺市持续创新探索林长制，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强化森林、草
原、湿地和自然保护地等资源保护
管理，持续构建林草湿资源管护网
格，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全力推动
打击毁林毁草专项行动、自然保护
地“绿盾”专项行动、野生动植物

“2023年清风行动”取得实效，经济
社会发展的“含绿量”持续增多。

目前，全市破坏林草面积较
2022年同比下降 72%，查处涉林案
件 148 起，全市 780 万亩林地，26.4
万亩草地得到有效保护。查办野生
动植物案件 53起，打掉违法犯罪团
伙 3 个。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
湿地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巡查整改力
度持续加大，在自然保护地内开展
无人机巡察排查共 28次，发现违规
侵占自然保护地问题立即进行查处
整改，自然保护地“绿盾”专项行动

取得实效。

造林“增绿”生态版图
“绿意盎然”

驱车驶入平坝区国营大坡林
场，沿途山林层层叠叠、绿意浓浓，
苍茫大山中，这样的画面既源于当
地良好的资源禀赋，也离不开林业
人十年树木的功劳。

普定定南街道陈家寨村梭筛组
曾经石漠化率高达 95%，被定为不
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近年来，在
当地党委、政府的引导和帮扶下，大
力发展种植梭筛桃，经过多年治理
和发展，这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桃
花岛”。

关岭自治县 2015 年石漠化面
积达到666.9平方公里，石漠化率高
达 45.42%，长期以来阻碍着关岭生
态建设和经济发展。关岭采取退耕
还林、国储林、植树造林、封山育林
等措施“引林入山”，至 2020 年，全
县石漠化率减少到 17.36%，推动石
漠化治理取得新成效，产业发展取
得新突破。

每年春节过后，全市广大干部
职工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通过

“互联网+义务植树”、捐资建绿、抚
育管护、认种认养等方式，为绿色美
丽的安顺“添砖加瓦”。

安顺市以三大工程为抓手，深入
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实施封山育林，
补植补造乔木经济树种，修复和改造
退化林、低效林，发动群众造林等措
施，持续开展植绿增绿行动，精准提升
全市森林质量，提高生物多样性，全市
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0%以上。

目前，乌蒙山东部石漠化综合
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如期完
成，建设规模44.34万亩。乌江流域
石漠化综合治理和水源涵养生态修
复工程按期推进，建设规模16.49万
亩。探索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试
点工程，率先在镇宁自治县实施 5
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来调整
人工商品纯林树种结构。

点绿成金 共享生态
“绿色福祉”

群山涌翠，林海莽莽，冬日的安
顺，绿色发展春潮仍扑面而来，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不断形成
生动实践。

天气渐冷，西秀区岩腊乡金刺
梨种植基地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果香四溢、金黄饱满的金刺
梨挂满枝头，采摘、装袋、搬运，好不
热闹。截至目前，西秀区种植金刺
梨面积约 2.5万亩，分布在双堡、蔡
官、岩腊、刘官等 15 个乡镇及两个
国有林场，覆盖全区 99 个村，挂果
面积达 1.5 万亩，惠及农户 3000 余

人，小小的金刺梨不仅绿了山川护
了生态，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的“甜蜜果”。

西秀区大力发展金刺梨产业只
是安顺市推行林长制以来，推动“绿
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缩
影。近年来，安顺市乘林长制东风，
着眼全市森林生态资源优势，因地
制宜、因林施策，整合要素资源，大
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把林下经济
和林业特色产业作为助农增收有效
措施，围绕补链强链延链精准发力，
进一步做精做强做优林产业，林产
品规模和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加速
释放绿色发展的“红利”，持续厚植
绿色底色。目前，全市发展林下经
济利用面积 145.02 万亩，产值达
36.2亿元。

金刺梨产业作为全市三大主导
特色产业之一，安顺大力推动金刺梨
种植，截至目前新培育金刺梨苗木
437 万株，累计种植金刺梨 9.42 万
亩，鲜果年产量达1.4万吨。同时引
进龙头企业与国有平台组建SPV公
司，引导企业强化刺梨产品研发，提
升加工能力，加快生产厂房、冷链仓
储等建设，深耕线上、线下销售市场。

目前，全市投入财政涉农资金
0.37 亿元，引进 7 家民营企业投资
0.78亿元，撬动金融机构融资0.58亿
元，培育SPV深加工企业7家，2023年
全产业链预计实现总产值4.3亿元。

在发展林业特色产业的同时，
如何让更多人端起“生态饭碗”？安
顺市借“林”发力，林下“掘金”，通过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积极打造“林+”
产业，林下种植中药材、食用菌，林
下养蜂、养鸡、养鹅，森林康养等产
业及林下采集业快速发展。

紫云自治县国有浪风关林场树
下摆放着一个个蜂箱，一群群蜜蜂
飞进飞出，棚内菌棒上的黑木耳长
势正旺。

镇宁自治县白马林场，一株株
黄精、白芨等中药材迎着冬日暖阳，
长势喜人。

西秀区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不
断完善旅游产业配套基础设施，打
造森林康养基地……

目前，安顺采取“公司+农户”模
式，发展林下种植面积 26.74万亩，
实现林业生态产值12.14亿元；发展
林下养殖33.83万亩，实现林业生态
产值10.32亿元；发展林产品采集加
工利用林地面积23.86万亩，实现林
业生态产值 2.63亿元；利用森林景
观面积60.59万亩，实现林业生态产
值11.11亿元。

一座座荒山、一片片绿林，成为
了群众的“绿色银行”。

逐秀林、绿生态、富口袋，如今
的安顺山更绿、水更清、景更美。

安顺：厚植生态底色 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
早报记者郭黎潇伍水清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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